
现出来,这其实是目前认识上的误区。

医院药学工作需要创新型人才, 更需要大量能

够参与临床药物治疗的社会服务型人才。例如, 美

国药学院校培养的哲学博士( Ph. D. )属于科技创新

型人才,但培养的更多的是以临床药学为专长的药

学博士( Pharm . D. ) , 被医疗机构招聘就能够开展临

床药学工作。

药师职能重构,必然需要大量高层次服务型人

才,能直接为病人提供药学保健,能够胜任确保药物

治疗预期结果、改善病人生存质量的责任。这样的

药师具有渊博的药学和临床医学知识, 熟练掌握各

种专业技能,勇于实践,并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和交

际沟通能力。经过药学保健实践的磨练,假以时日,

医院就会涌现一批名药师, 与名医一样开设专家咨

询门诊,受邀参加疑难病症的会诊,并因其对病人的

卓越贡献而有口皆碑。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

兵,同理, 将来药师也会把成为名药师作为自己的奋

斗目标。

5 结束语

药师行使传统的职能已经生存和发展了一个多

世纪, 很难设想还能在新世纪如此维持下去。跨进

21世纪的药师职业,本身缺乏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朝

阳职业的生命活力, 原有的职能框架使药师难以施

展才干, 甚至连大学学到的知识和本领也鲜少用武

之地。药师职业的出路在于改革, 目标是发展成一

种具有 21世纪特色的新职业,重点是药师职能的重

新定位和构建。社会发展把医院药师推向改革的大

潮,药师必须有忧患意识, 依靠自己的努力,为药师

职业的兴旺发达开辟新的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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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临床资料

患者,女, 53a, 因头痛、鼻塞、畏寒、咳嗽、全身不

适等症状口服速效伤风胶囊(芜湖长江药业有限公

司,批号 20000701) 2次, 第 1次口服 3粒,第 2次间

隔 6h后服 2粒。至 d2凌晨约 1点 30分, 病人自感

双下肢麻木(膝关节以下) ,抬腿困难,按压痛感不明

显,尤以左下肢为重。因病人先前没有任何症状, 也

未用其它药物, 疑为速效伤风胶囊引起。嘱病人多

饮白开水,停服速效伤风胶囊,到中午麻木症状逐渐

缓解, d3症状消失,恢复正常。未做其它处理, 以后

病人未再出现上述症状。

2 讨论

感冒的症状很多,治疗这类疾病大多是对症处

理,用药时也是多种药物组成的复方制剂。速效伤

风胶囊含对乙酰氨基酚、马来酸氯苯那敏、咖啡因、

人工牛黄,用于因伤风引起的鼻塞、头痛、咽喉痛、发

热等效果良好, 常规剂量下极少发生不良反应。该

患者服药前身体状况良好, 除感冒症状外,无任何疾

病。服药后即出现双下肢麻木, 可能与速效伤风胶

囊所含对乙酰氨基酚、咖啡因等药物作用于血管或

神经系统造成的不良反应有关。因为是复方制剂,

药物相互作用机理复杂, 到底是哪一种药物所致毒

副作用很难界定, 建议临床应慎重使用这类药物。

尤其是老年患者肝肾功能减退、解毒功能低下, 需用

这类药物时更应特别小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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